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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化设计与开发的途径。方法 从文化保护与传承创新的视

角出发，分析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视觉化设计之间的关系，结合黄龙府春捺钵视觉化设计实践，论

述视觉化设计与开发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试图在文化保护与传承创新之间架起一座行之有效

的现代视觉表达的桥梁。结论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化表达是解决其生存问题的必然选择，更是

促进其发展的有效手段，可以通过符号化形象、文创产品、交互性界面三种途径进行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这对传承黄龙府非遗文化、展示优秀的文化和建设成就、增强本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同时,也只有进行这样创造性的转化，才能实现黄龙府非遗文化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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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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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ways of visu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visual design was analyzed. The ways to visualize and develop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re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visual design of Huanglongfu chunnabo, so as to set 
up an effective bridge of modern visual express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nnovation. Visualizing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solve its survival problem, but also an effec-
tive means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visualized and developed in three 
kinds of ways such as symbolic imag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and interactive interface,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herit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w excellent culture and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and strengthen self-confidence of loc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only suc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can re-
aliz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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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府即今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是中国历史名

城之一，是北方一颗璀璨明珠。早在磨制石器时代就

有先民在黄龙府劳作、繁衍、生息，是中华文明的发

源地之一，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目前，黄龙府

文化遗产数量位居吉林省的前列[1]。黄龙府大地是一

片充满魅力和创造力的文化热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

上，不仅孕育了无数内涵深刻、价值独特的物质文化

遗产，还孕育了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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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包含着解开中华古代文

明的密码，也给现代设计创作提供了灵感的源泉。黄

龙府文化虽然属于小区域文化，但却是中华文化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东北区域文化。当

下，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问题非常重

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18 年 12 月 23 日，在第三

届吉林雪博会上，农安展区以“古韵王城，幸福农安”

为主题，展示了农安特有的历史文化。2018 年 12 月，

农安县被授予“全国生态文化旅游县”荣誉称号。然

而仅仅依靠政府的保护和宣传是不够的，在信息化和

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许多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

产面临着变异乃至消亡的困境，因此迫切需要尽快对

其进行视觉化设计与开发，以扩大其影响力，更好地

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1  春捺钵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现状 

“捺钵”一词大多数人都很陌生，它是契丹语的

译音，意为辽帝的行营，是辽帝王外出时的所居之处，

引申意义为辽国皇帝出外游猎活动，并与契丹族的政

治活动有密切关系。《辽史》卷四十八《百官志四》

记载契丹族习俗，向以“畜牧、田渔为稼穑”。辽朝

建国以后，为了保持契丹族骑射善战的特点，依然保

持武风，继续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

契丹皇帝“捺钵”时，有文武百官、妃嫔宫女陪同，

长达数月。“捺钵”之际，皇帝与北、南大臣会议国

事、处理各种军政要务及接受宋朝、诸国使节的朝贺，

见图 1（李昊南根据徐有斌所绘制的《激战黄龙府》

进行创作的）[2]。此外，举行“祭庙”仪式，并时常

射猎讲习武艺。根据四季的不同分为春捺钵、夏捺钵、

秋捺钵、冬捺钵，而在四时捺钵中对春捺钵最为重视。

春捺钵之际，重要的活动是凿冰捕鱼，之后用皇帝所

捕到的头鱼献祖，举行“祭庙”仪式，契丹人认为万

物有灵，尊天敬地。《辽史·卫营志》记载：“虏主于

凿透冰眼中，用绳钩掷鱼，即中，谓之头鱼，头鱼即

得，遂相率去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辽帝王一年

四季巡幸于捺钵地之间，春捺钵的地点有时在黄龙府

境内。孙维新先生所著《农安史话》中《辽天祚帝春

捺钵》一文有过这样的描述：“有的年份，则到黄龙

府西北波罗泡子（今波罗湖）捕鱼捉鹅[3]。” 
春捺钵“祭庙”仪式体现了契丹人敬畏天地、感

恩万物、崇尚自然，做到天地人三才合一；春捺钵“射

猎讲习武艺”彰显了契丹人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

神，他们不忘立业安邦之资，不忘铁马金戈的本色，

励精图治，带领族众砥砺前行，保持始终是一支能征

善战、铮铮铁骨的精锐之师，不废鞍马骑射。春捺钵

不是辽朝一代之制，后来的金、元、清朝都沿袭不衰。

现今，前郭尔罗斯的查干湖冬捕渔猎方式也继承了

“春捺钵”活动中的生产技法。学者曹保明在其著作 

 
 

图 1  辽皇帝春捺钵 
Fig.1  Chunnabo of Emperor of Liao Dynasty 

 
《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查干湖冬捕：“这儿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处被自然和人类完

整保存下来的渔猎部落[4]。”查干湖冬捕前举行的神

秘壮观的“祭湖·醒网”祭祀，正是祭祀天父、地母、

湖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保佑万物生灵永续繁衍、

百姓生活吉祥安康，是春捺钵文化的一脉传承[5]。 
春捺钵作为黄龙府一项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今天却鲜为人知，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濒临消

亡，这是因为缺少有效的保护方式和传播途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目的不是让它成为固化的

遗存物，而是要维护和强化它内在的生命力，让它活

起来。这就需要顺应时代发展变化、更新观念，对它

进行视觉化设计与开发，让它融入到实际应用中，并

在实际应用中繁荣起来。 

2  文化传承与创新视阈下的视觉化设计 

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传承与创新，因为这不仅事关国家发展命脉，更是

对子孙后代负责。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世界正在机

械复制技术和数字虚拟模拟技术的引领下进入海德

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的时代”[6]。在这样的发展背

景下，文化正进入全新的视觉文化时代，在视觉文化

时代里，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发生了巨

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附的传承语境与传承方式也

有所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要么湮灭不见，

要么以视觉形式再生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

运用视觉化设计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

必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是

文化保护、文化传播与文化复兴的需要。弥足珍贵的

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历代黄龙府人民为主体

而创造与传播的文化精华，具有十分丰富的地域文化

内涵，生动反映了黄龙府人民的心理情绪、精神意志

和价值取向。然而在这样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人

们很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太多关注，特别是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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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这样的小区域文化，更是不被注意，所以迫切需要

尽快对其进行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这里所说的视觉化设计是指采用视觉方式创造

性地表达各种活动、知识体系和技能等实践或文化，

具有可以满足人们审美需求和易于感知、理解、记忆

的特点。具体来讲，是指采用图形、图像、文字、形

态、色彩、材料等基本视觉要素对抽象的概念、文化、

精神或者实践进行富有创意的视觉化表现，实现通过

视觉语言进行表达传播，以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利

用“看”的形式进行交流的方式可以跨越语言不通的

障碍。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化设计就是采用

图形等视觉要素对黄龙府传统文化、活动、技能等进

行符合现代视觉特征的创意表现，其核心在于更好地

传承与创新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非物质文

化遗产都是僵化的、抽象的文化或者是一种技能和活

动，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借用视觉化设计，用一

种简约的视觉符号，可以使受众在短时间内形成认

知，进而产生深刻的印象感受，才更利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播交流与创新利用。 

3  视觉化设计与开发的途径 

所谓“一图胜千言”，的确如此，视觉形象直观

生动、浅显易懂，比起文字、声音更能在短时间里引

起受众关注，并且不受国籍、地域、民族、语言、文

化与习俗不同的影响，更易于传播交流[7]。对流失严

重的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以视觉形象将其展示出来，既是解决其生存问题的必

然选择，更是促进其发展的有效途径。依据现代视觉

表达方式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对黄龙府非遗文化

资源进行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3.1  以符号化形象为载体的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符号化视觉形象是将非

遗文化的精神与内涵以适合的简约、规范的图形呈

现，使其形象化和生动化，有思想、有灵魂、有生命

力，从而凭借对图形的视觉共识获得理解和互动[8]。

以符号化形象为载体对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视觉化设计与开发，具有一定的视觉连续性和感染

力，可以提高人们对其的认可度和重视度，进而有效

地保护与传承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设计中需注

意所采用的图形符号不但要具有视觉美观性、独特

性，更要含义明确、造型单纯，要能够体现出非遗的

内在精神、文化内涵和典型特征。这就需要对非遗视

觉要素进行选择，找到适合的要素进行高度概括、提

炼、再创造，最终抽象出契合的、能够实现人们与非

遗文化之间情感对接的符号形象。春捺钵视觉符号的

提炼需要在合理的语境下，对契丹族春捺钵活动进行

艺术加工和创造再现，关键是要把握好春捺钵文化的

深刻内涵，从而创造出视觉语言准确、造型明确的春

捺钵符号形象，进而更好地传达这一非遗项目的独特

价值与理念。 
1）创意构思。在设计中，要用最简洁的图形来

传递春捺钵文化丰富的信息，而所要表达的信息量往

往很多，因此必须要找出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作为设计

源点，再加以发展和延伸，可以以春捺钵名称为主体

展开创意构思，可以以春捺钵名称的含义进行创意构

思，也可以以春捺钵所特有的形象为元素展开创意构

思，还可以以春捺钵历史与地域的特色典型元素展开

创意构思。最终使春捺钵视觉符号不仅具有表面的形

式美感，更有深刻的内涵，既造型精美又构思独特，

既有一定的典型性又有广泛的认可度，使受众产生相

关的联想，两者形成情感上的交流互动，才会具有生

命力。 
2）设计实践。首先需要对契丹族春捺钵活动的

性质、规模、环境、典型特征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作为创意的依据和构思的出发点。其次把调研所获资

料进行归纳整理与概括总结，作为创意的突破口。春

捺钵活动中有众多元素可作为创意源点，比如契丹皇

帝形象、檀帐形象、所捕获的鱼的形象、钓鱼抛钩的

动态形象等。从中选择翻滚的鱼元素进行创意提炼，

并融入书法体春捺钵名称，既展现春捺钵活动的主导

形象元素和文化理念，又传达出浓浓的古韵，此外，

选择鱼元素也因为契丹族有尚鱼之风。然后，把前面

的调查和构思具体化，并根据现代设计特点，运用美

学知识、图形符号设计知识及设计师的创造能力将所

构思的形象表现出来，见图 2，其创意主要来源于春

捺钵活动中，所捕获的鱼在空中翻滚的动态形象；之

后以东北传统剪纸艺术形式进行形象表现。最后是采

集表达符号的色彩，色彩具有情感和象征意义，可以

加强主题内涵的表达，影响人们的情绪，使人产生不

同的心理联想。为此，选取蓝色、土红和大红作为标

准色，选取蓝绿色、金色和银色作为辅助色，用以区

分场合和活跃版面，克服标准色彩在多种场合应用时

的单调性。标准色主要以蓝色为主，象征着冰雪尚未

融化，湖面上是一层厚厚的冰，需要凿冰窟窿取鱼的

典型活动特征；土红和大红是中国传统吉祥用色，

象征着新春和祥瑞。三种色彩既有对比、又有调和，

既庄重大方，又活泼响亮，象征春捺钵文化生机勃

勃的发展势头，蕴含着文化保护与传承创新之意。

这个符号生动地传达了黄龙府春捺钵这一非遗项目

的独特价值与深刻内涵，有助于春捺钵文化的传播

与交流。 

3.2  以文创产品为载体的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蕴含文化性和创意性的文创产品设计可以为保

护传承与开发利用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架起

虹桥，成为厚重而意蕴丰富的黄龙府非遗文化元素与

现代创新观念的完美结合。随着国家对文化自信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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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龙府春捺钵文化的符号化形象（李姣姣） 
Fig.2  Symbolic image of Huanglongfu chunnabo culture (LI Jiao-jiao) 

 

       
 

图 3  黄龙府春捺钵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李姣姣、刘鹤鹤） 
Fig.3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Huanglongfu chunnabo culture (LI Jiao-jiao, LIU He-he) 

 
表 1  黄龙府非遗文化资源可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的元素 

Tab.1  Elements provided by Huanglong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造型元素 文化内涵元素 文字符号元素 表演元素

活动 传统礼仪 书法 黄龙戏 
社会实践 节庆等民俗 传统美术 太平鼓 
传统礼仪 传统技艺  传统体育

节庆等民俗 黄龙府民间传说  语言、音乐

 
视和人们对产品文化内涵要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

的非遗文化资源被用来创作产品，这具有保护和传承

属性，是一种生产性保护[9]，是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切实可行的路径[10]。 
1）创意构思。黄龙府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非遗文化资源，且内涵深刻、价值独特，可以为地

域性文创产品设计提供诸多元素，比如造型元素、文

化内涵元素等（见表 1），这些元素都可以作为文创

产品设计的形态、图形、文字、色彩切入点。 
2）设计实践。春捺钵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可以

挖掘提炼春捺钵活动的环境或人物、事物典型特征

等，创作成富有创意的形态、图形，再现其文化精华。

例如春捺钵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见图 3。这些文创产

品图形设计主要提取的有腾空翻滚的鱼的形象，这是

春捺钵的核心文化元素，具有象征性和代表性，是其

文化的灵魂形象；还有契丹帝王的典型形象，这个符

号根植于契丹服饰文化，将契丹帝王的飒爽英姿展现

得淋漓尽致，有着极高的识别度和认可度，可以使消

费者产生感觉、记忆、想象的产品视觉体验，进入回

味悠远历史和文化的联想时空，形成情感上的沟通交

流。这样的文创产品既能体现文化内涵与价值，又不

失现代感和民族性，是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会非常有

价值，因为它能使消费者、观者在体验或观看过程中，

收获历史知识，感受历史文化风貌，这将是对黄龙府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同时也是推动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 

3.3  以交互性界面为载体的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互联网的出现，尤其现在大数据、移动互联条件

下，新媒体由于互动性、参与性等交互特点吸引了广

大的受众，得到更多的应用[11]。数据表明，2018 年

98.3%的手机网民会关注网上文化资讯或知识，过半

数网民通过文化类 APP 和社交平台浏览文化信息[12]。

在当今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新媒体可以得到更

有效的传播。黄龙府非遗文化虽然属于小区域文化，

但却意义重大，要想为大众所熟知，就需要积极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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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龙府春捺钵文化 APP 界面设计（李姣姣） 
Fig.4  APP interface design of Huanglongfu chunnabo culture (LI Jiao-jiao) 

 
“互联网+”，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而要想利用新媒
体宣传黄龙府非遗文化，关键是做好界面设计，用信
息设计将黄龙府非遗文化表达成视觉语言，以视觉化
的方式促进黄龙府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1）创意构思。在设计过程中，重点是把握好非
遗文化元素与界面相融合的设计要领，无论是网站、
APP、微信公众号，还是微信小程序等新媒体，都要
注意用户性、整体性、个性化的设计原则[13]，更要注
意如何巧妙地将黄龙府非遗文化元素融入到界面设
计中，不能简单堆砌，而是要探究如何采用现代设计
视觉语言表现黄龙府非遗文化的意蕴，增强界面的黄
龙府文化气息和独有的艺术魅力，真正做出以中华文
化为底蕴、符合国际审美标准的中国文化特色设计[14]。 

2）设计实践。以春捺钵文化 APP 界面设计为例

（见图 4），为再现春捺钵历史风貌和传播其文化内

涵，其界面设计应以让受众产生人性化、情感化体验

为出发点，以传播黄龙府春捺钵文化为主体，以图形、

图像、文字、色彩、空白等视觉要素为媒介，传达出

春捺钵文化的精髓 [15]。整体视觉化效果极富民族特

色，蕴含着禅的机趣、道的自然、儒的真性，达到了

“韵中有气”的审美境界[16]。设计中又将文化情感元

素巧妙地融入在界面里，让受众感受到尊崇、敬畏和

民族自豪感。在预设的版面内，运用美学法则，将图

形、图像、文字及色彩等要素，依据规律编排，有点、

有线、有面，此外，通过对形状、方向、层次、颜色

的控制营造传统气质和格调，增强界面的感染力，有

效地传达春捺钵文化精神，同时让受众在视觉上获得

享受，在使用过程中得到美的体验[17]。界面构图与版

式具有良好的可视性，能够左右受众视线，视觉导向

明晰，同时各元素间有内在联系，是一个主次分明、

醒目响亮、连贯而富有视觉美感的整体，符合受众认

知过程的心理逻辑[18]，有利于快速吸引和影响受众，

并给受众一种情感传递，令其对所传达的信息产生感

情共鸣。各元素在组合中产生疏密、主从、虚实的合

理变化，并适当增加了空白，达到了视觉平衡，形成

视觉流程通畅、富有韵律变化、形态清晰悦目的布局，

使受众易于识别、理解、记忆、联想[19]，从而迅速把

握住春捺钵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整体界面设计富有现

代感和东方神韵，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4  结语 

黄龙府春捺钵文化对构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千

态万状的多元一体格局作出了贡献，反映了黄龙府人

民的精神意志和价值取向，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东北区

域文化的缩影。作为土生土长的黄龙人，不能眼看家

乡文化流失而置身事外，保护、传承、创新家乡文化，

是应尽的本分。通过对春捺钵文化进行视觉化设计与

开发，可以进一步挖掘出黄龙府文化的独特价值，使

世人对东北区域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当今“世

界图像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视觉转化与开发利用。将黄龙府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现代视觉表达，并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从而向世

人展示中国优秀的文化和建设成就，进而增强中华民

族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此外，积极传承和创新黄龙府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因为它不仅是不同民族之间进

行交流和学习了解的宝贵财富资源，也是黄龙府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和经济资源，当然也只有进行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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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的转化，才能不断铸就华夏文化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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